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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7 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3 月 20 日至 22 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评论员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
前提。”习近平主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从确保党和国
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就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具体要求，为我
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
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实现更
为安全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
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
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统筹
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
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统筹
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
性互动。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风
险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只
有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
考得更深入一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才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防范和化
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确
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
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
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贯彻总体国家

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
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
善社会治理体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
发展格局。要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有效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
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
就能把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
的基础之上，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上，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只有推
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
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
定的物质基础。我们要坚定不移把发展
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

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这个战略基点，不断壮大我国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在发展中更
多考虑安全因素，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
实力，运用发展成果来夯实国家安全的基
础，就能为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安全
提供更为牢固的基础和条件。
　　安全才能更好发展，发展才能更加安
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既办好保证国家安
全这个“头等大事”，又抓好发展这个“第
一要务”，我们就一定能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
发展，不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有效化解
风险挑战，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乘风破
浪、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更 好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
———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拉萨 3 月 17 日电（记者格
桑边觉、刘洲鹏）16 日，西藏多地举行
传统的春耕仪式，开犁播种。清晨，56
岁的扎西次仁早早来到一处宽阔的农
田上，同村民一起参与一年一度的春耕
仪式。
　　记者在林周县强嘎村看到，33 台
农用拖拉机面向东方，停放在连片的农
田上，侧面停放着由村农机合作社的数
台大型耕种机和收割机。“过去耕地都
是用‘二牛抬杠’，但是大家现在都用拖
拉 机 了 。”站 在 田 埂 上 ，扎 西 次 仁 感
慨道。
　　西藏地区使用“二牛抬杠”犁耕法
的历史悠久。据《西藏王统记》记载：上
丁二王时（约公元前 2 世纪），古代藏族

人民已“制犁与轭，合二牛轭，垦平原以
为田”。作为藏族人民因地制宜采取的
犁耕方式，在西藏也有 2000 多年历史。
上世纪 50 年代，西藏仍使用木犁，铁制
农具尚未普及。
　　“旧西藏农业生产工具十分落后，
生产工具总量也不足。”今年 97 岁的次
仁拉姆说。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时，
包括她在内的 11 户朗生（农奴的一
种），生产工具只有 2 个旧犁铧、3 个旧
木犁架和 3 头耕牛。他们自发组织了

“朗 生 互 助 组 ”，弥 补 了 生 产 工 具 的
不足。
　　民主改革后，国家无偿向西藏农牧
民发放数以百万计的铁制农具，自此铁
犁开始代替传统的木犁。在实现铁犁

牛耕的重大突破后，西藏又推广各种农
业机械。上世纪 70 年代，拖拉机第一
次进入西藏乡村，藏族人民以迎接新娘
的隆重仪式迎接“铁牛”。
　　“现在，开手扶拖拉机是一个农民
的基本技能。”69 岁的普布多吉曾是西
藏山南乃东区格拉村第一位手扶拖拉
机手，他至今对此引以为豪。改革开放
后，特别是国家实施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后，他家先后三次更新拖拉机。
　　据了解，自 2005 年国家在西藏实
施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以来，中央及
自治区财政投入补贴资金 24.53 亿元，
补贴农机具产品，补贴标准达市场销售
均价的 30% 左右。
　　如今，在西藏农村，拥有拖拉机不再

是稀罕事，农业机械广泛应用于农业
生产各个环节。根据初步统计，截至
2022 年底，西藏农机总动力达 731.1
万千瓦，农机装备拥有量达 54.56 万
台套，其中拖拉机达 28.7 万台。
　　同时，从 2012 年开始，西藏全面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至今累计建成
396 万亩高标准农田，占耕地总面积
近八成，并实施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
贴，方便机械耕作。
　　“从‘二牛抬杠’到‘铁牛’满地，
这是一场革命。西藏农业机械化程
度的不断提升，将大量的劳力从地里
解放出来，投入到第三产业或是劳务
输出，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西藏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海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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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17 日电(记者
苟立锋)春回日暖，新疆吐鲁番果农阿布都
拉·阿不都热合曼熟练驾驶着开墩机，把埋
在地下越冬的葡萄藤挖了出来，搭上葡萄
架。这几天，伴随泥土的芬芳，吐鲁番几十
万亩葡萄陆续开墩上架。
　　“原来开墩十几个人忙好几天，今年两

台开墩机半天就完成了。”阿布都拉·阿
不都热合曼忙活完跳下开墩机，满脸
笑意。
　　为保暖越冬，新疆葡萄种植户每年
冬天都会将葡萄藤埋入地下，开春后再
挖出搭上葡萄架。得益于政策支持，如
今越来越多果农选择用机械方式开墩。

“仅葡萄架式改造一项，我们今年就投入
了 2000 余万元补贴支持。”吐鲁番市林
业和草原局局长薛智林说，在政策资金

帮扶支持下，新疆葡萄产业链持续完善
升级，产值逐年上升。
　　视野向西，在盛产冰糖心苹果的阿
克苏，果树剪枝施肥、培土覆膜等春季管
理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一棵棵果树
下，农业科技特派员成了农民致富好帮
手。“不仅是学修剪技术，还有其他果园
管理方面的问题都能请教。”苹果种植户
侯佳说。
　　在阿克苏，依托新疆环塔里木盆

地林果主产区建设，通过实施林果优
质高效行动，当地林果品质不断提升，
林 果 基 地 标 准 化 建 设 持 续 规 范。目
前，林果种植成为当地群众重要的增
收渠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新疆地域辽阔，林果资源丰富，葡萄、香
梨、大枣、甜瓜等一大批特色优质林果产
品享誉中外。（下转 3 版）

政策科技双助力  “甜蜜事业”展新颜
新疆开春林果生产一线扫描

  3月17日，在深圳赤湾海洋工程码头，“海洋
石油228”运输驳船搭载着恩平20-4 平台导管
架启航奔赴油田海域。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乌拉尔山巍峨屹立，伏尔加河蜿蜒
向前，辽阔的俄罗斯大地将再次迎来尊
贵的中国客人。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
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3 月 20
日至 22 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继续当选国家主
席后的首次出访，是一次友谊之旅、合
作之旅、和平之旅，将为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引领航向、擘画
蓝图，推动双方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协
作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为维护和平安
全与发展繁荣、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树立大国关系典范

　　在冰天雪地里爬高上低、拖着装满
水的大桶步伐彪悍、捧着新鲜竹子大快
朵颐……今年 3 月初，生活在俄罗斯
莫斯科动物园的中国大熊猫“如意”火
遍全网。中国网民们评价说：“俄罗斯
拿出了最高礼遇对待中国国宝”。
　　 2019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访俄
期间，与普京总统共同见证了大熊猫

“如意”和“丁丁”落户莫斯科，为两国
友谊再添一抹温暖明媚的底色。
　　那次访问中，两国领导人共同签
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发展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两
国关系提质升级，中俄关系正式开启
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时隔三年多再次访俄，习近平主
席将同普京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
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
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此次
访问是习近平主席自担任国家主席以
来第九次踏上俄罗斯土地。十年间，
中俄最高领导人会面 40 次，两国元
首政治交往始终保持着高水平、高频
率、高质量。
　　元首交往是中俄关系的指南针和
定盘星。两国关系的每一次大踏步前
进，都离不开中俄元首的战略引领和
亲自擘画——— 2013 年两国元首签署

《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4 年签
署《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新阶段的联合声明》，2015 年签署

《中俄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2017
年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9
年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21
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两国元首正式宣布条约延期并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以多种方式保
持密切沟通。从“冬奥之约”“新春之

会”到已成传统的年末视频会晤，从电话沟通到互致信函，从“云见
证”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到“云出席”对方国家主场外交重
要活动……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更加成熟坚韧，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显现。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中俄成功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
邻里友好的相处之道，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面对深刻演
变的国际形势，中俄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建设多极化世界的大
方向，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
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既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也不
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
合研究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说，俄中两国塑造了大国相交的典
范，“高效、有责任、有担当、面向未来的大国关系在国际局势中发
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

书写友谊合作新篇

　　中国东北边城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隔黑龙江相望，
被称为“中俄双子城”。去年 6 月 10 日，中俄首座跨黑龙江公路
大桥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正式通车。
　　一桥飞架，通达中俄。这座大桥是两国元首共同关心推动的重
大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它的开通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之间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成为中俄跨境互联互通建设的标志。
　　从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到落实中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
发展路线图，从稳步推进油气合作大项目到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中
俄务实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量质齐升。
　　十年来，中俄贸易额划出一道强劲的增长曲线：从 2013 年的
不到 900 亿美元提升到 2022 年的超过 1900 亿美元，如今正加
速迈向两国元首确定的 2000 亿美元的目标。
　　近年来，中国对俄汽车和零配件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汽车品牌
在俄销量持续攀升。到去年年底，俄罗斯的中国品牌汽车经销商
数量已达 1041 家。
　　俄罗斯商品同样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来自俄罗斯的巧克力、
蜂蜜、面粉、酒水装进了中国百姓的菜篮子、零食箱。俄罗斯出口
中心近日宣布，将增加线上市场的俄罗斯网店数量，方便中国消费
者购买高品质的俄罗斯商品。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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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州市吴中区西山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
金海华碧水缘茶叶基地，采茶工在碧螺春古茶
园采茶（3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西藏拉
萨市林周县强
嘎村的春耕仪
式现场（3 月
16 日摄）。
  随着西藏
农业机械化程
度 的 不 断 提
升，大量的劳
力从地里解放
出来，投入到
第三产业或是
劳务输出，农
民 收 入 显 著
增加。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